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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高校中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长期由于语言和地域的

客观限制，与中国史相比，一直以来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即便是在

信息发达的今天，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原始材料的获得、以及如何

获得也依然是个挑战。该研究计划希望抽取作为区域学术中心的中山

大学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以其在 CASHL 的持续学术支持下，在教

学、科研、宣传等几个方面的改善，进而定性与定量进行分析；并采

取访谈与调查的手段，从小切口深度评估 CASHL 对高校的世界历史教

学和研究的学术支持和影响。按照中山大学世界历史学科特点规划、

归纳通过 CASHL 入藏的电子资源和特色资源，CASHL 提供的本校外文

人文社科期刊馆藏数据，文献传递服务系统的使用状况，CASHL 全国

中心和区域中心开展培训、宣传和原文提供等服务等多个方面进行相

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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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史教学困难与展望 

中国高校中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长期由于语言和地域的客观限制，与中国史相比，

一直以来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即便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原始材料

的获得、以及如何获得也依然是个挑战。 

由于语言问题、系统性收集资料的能力，接触原始史料的机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在

国内，获取外文书的渠道有限，同时要伴随着长周期和高昂的花费，而译著水平又参差不齐，

很多科研只能用于辅助阅读原文，很多研究者缺乏语言学基础，依靠中文著作和翻译的外文

著作来研究（在法国史和德国史方面尤其突出）；这一问题由来已久，随着改革开放和整体

国民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尽管有所改善，但研究成果普及率仍然很低，国内的世界

史研究和国际史学界难以接轨。一方面是整体水平与母语国家自身的研究有较大差距，另一

方面研究重心不同，中国偏重国际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欧美史学界偏重专门史尤其是

经济史、社会生活史和人物史、家族史研究，最近世界环境史研究在欧美也是方兴未艾，同

时由于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史占据绝对优势，世界史的内容相对较少，这造成了我们

的研究成果因语言而产生研究方向的分野，终致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无法建构属于我

们中国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被迫大量使用西方历史学术语。 

 

二、中山大学世界史教学、科研资源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简称 CASHL）正是能有效弥补这一先天缺陷的成熟体系。 

中山大学已经加入 CASHL 计划多年，且最近一直致力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历史学系

（珠海）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根据中山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珠海市提升其

城市“软实力”，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需要，历史学系（珠海）将与历史学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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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错位发展、学科优势互补的格局。未来历史学系（珠海）学科布局的主要思路为：保持

历史学各一级学科的完整性，同时侧重世界史一级学科，重点发展以“一带一路”为纽带的世

界古代史、欧洲史、海洋史、环境史、科技史等研究方向，深化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历史

学系（珠海）侧重世界史一级学科，推进世界古代史、埃及学、亚述学、欧洲史，希腊史、

罗马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日本史、阿拉伯史等地区国别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科技

史、经济史等专门史的研究，深化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 

历史学系（珠海）围绕中山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力图培养出具有扎实功底和全球史观的

史学家、具有人文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知识人、具有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建设者。在具体

实践中，力求培养具有扎实的史学基础知识，通晓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熟练掌握英语和第二

外语，了解拉丁语、古希腊语等至少一门欧洲古典语言的史学精英。在教授历史学专业基础

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系自身特色开设专业特色课程，以保证学生的专与精。  

 

三、研究路径及预期目标 

本研究计划希望抽取作为区域学术中心的中山大学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以其在

CASHL 的持续学术支持下，在教学、科研、宣传等几个方面的改善，进而定性与定量进行

分析；并采取访谈与调查的手段，从小切口深度评估 CASHL 对高校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

的学术支持和影响。 

研究团队作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有比较好的地域优势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预

期按照中山大学世界历史学科特点规划、归纳通过 CASHL 入藏的电子资源和特色资源，

CASHL 提供的本校外文人文社科期刊馆藏数据，文献传递服务系统的使用状况，CASHL

全国中心和区域中心开展培训、宣传和原文提供等服务等多个方面进行相关评估。并拟采取

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手段，预期成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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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中山大学世界历史教学的资料需求缺口和满足程度； 

2、总结在具体教学和研究中，CASHL 对中山大学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帮助； 

3、通过访谈和数据总结，概括 CASHL 对中山大学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支持不

足之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分析，以中山大学为考察个案，全面评估 CASHL 对高校世界

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作用，以供 CASHL 作进一步的改善提供参考，从而为中国的世界历史教

学与研究提供更好的学术支持。  

 

四、具体分析 

1、问卷概况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数量偏少，而且相比而言，专攻世界史的学生就更少，问卷受

众群体数量不大，因此没有进行严格统计。调查中合计发放问卷 40 份，就已发放的问卷而

言，简单概括典型的回答如下： 

Q1：您是否知道“CASHL”的存在？ 

代表性回答：知道，但是没怎么使用过。因为使用体验并不好，还是资料库比较好用。

（大约有 1/2 的学生受访者实际不清楚 CASHL 的存在和实际使用方法） 

Q2：请问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CASHL”的呢？ 

代表性回答：是通过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资源网页找到的，或经常翻查数据库的时候找到

的。（大约有 1/2 的学生受访者实际不清楚 CASHL 的存在和实际使用方法） 

Q3：是主要查阅中文还是外文资料呢？（诱导性问题） 

代表性回答：外文资料。（CASHL 的实际使用者都能正确回答） 

Q4：对您来说，实际使用上“CASHL”是数据库吗？（诱导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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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回答：不算。（CASHL 的实际使用者都能正确回答） 

Q5：CASHL 对您的学习、研究有没有帮助呢？您认为 CASHL 对历史学系世界历史教

学和研究有帮助吗 

代表性回答：对专门研究世界史的老师、同学都应该有帮助。尤其是学生撰写学年论文

或毕业论文时也会讲到数据库的使用，平时一般就使用 Z-LIBRARY，Library Genesis，

Archive.org 再外加学校图书馆的一些网站，对本科生来说基本就够用了。 

同样的问卷也发放给了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在教师群体中，基本都知晓

CASHL，差别不大，只有熟悉程度的区别，有见及此，在教师中主要进行的是直接访谈。

主流回复为：CASHL 借用国内其他高校的世界史研究资源，据以往的经验，文献传递的速

度效率比较高，表示大体满意。 

相关的调查也可以参考其他同类机构的情况。陈涛统计了 CASHL 在中国社科院运行期

间的使用数据，并针对 CASHL 用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分析了

CASHL 在中国社科院使用率不高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措施。1论文指出，中国社会

科学院读者利用 CASHL 服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障碍，导致全院 CASHL 利用率较低，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读者使用习惯尚未形成。在问卷调查中，针对“读者是否了解文献传递”一项中，

71.4%的读者选择“了解，很少使用”，可见读者对文献传递服务不是缺乏了解，而是不习惯

或不愿意去使用。在“对 CASHL 最不能容忍的地方有哪些”一项调查中，有 28.6%的用户选

择“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文献”，说明在数据库日益普及的今天，读者更希望能够实时

获取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虽然数据库使用方便，但是由于涉及版权和高昂的费用等问题，

我们不可能拥有无限多的数据库资源。因此，要加强读者培训，使读者能够建立起信息获取

                                                        
1陈涛：《中国社科院的 CASHL 读者问卷调查分析》，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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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多元化的意识，引导读者借助文献传递获取常规途径无法找到的资源，建立起利用文献

传递这一“低碳节能”的信息途径的意识。 

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统计表明，在过去 20 个月（2021 年 1 月-2022 年 8 月）中，中山大

学合计 886 个账号发出了 10573 次请求，满足件数 7900 次，总满足率 74.97%，其中发出超

过 50 次请求的账户合计有 42 个。按数据而言，中山大学似乎处于较优保障地位。 

（2）费用障碍。CASHL 是付费的文献传递服务，在读者调查中，42.9%的用户表示

CASHL 的收费标准在承受范围内，可以接受。52.4%的读者选择“偏高，勉强承受”，选择此

项的读者大部分是青年研究人员。由于青年研究人员收入较低、经费较少，当他们需要的文

献量很大时，费用累加起来负担很大。这种状况限制了一部分年轻人使用 CASHL。针对这

一问题，我们调研过高校的 CASHL 服务管理部门。大多数院校表示，因为 CASHL 的传递

量不大，基本上采用了图书馆代替读者付费的结算方式，即读者使用资源，而由图书馆支付

费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可适当参照上述做法，在可能的范围内解决读者的付费问题，从而

消除读者因费用和充值不便而不愿意使用 CASHL 的障碍。 

（3）宣传、管理有待加强。在“CASHL 是一种付费方式的外文文献传递服务。您已经

通过院图书馆注册了 CASHL 账户，您是否使用过该账户申请文献传递”一项调查中，25%

的用户选择“忘记了自己的账户，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这可能与宣传、管理不到位有关。院

图书馆开展的文献传递服务不多，所以读者对这种方式并不熟悉。为此，要扩大 CASHL 宣

传，减少读者“忘记账户”情况的发生，使全院读者能够切实地体会到 CASHL 带来的便利。 

这个情况在我们的问卷统计中，也有一半的学生表示不太清楚，与主流情况一致。 

（4）CASHL 的服务有待优化。CASHL 实现图书馆传统服务的网络化，通过网络把图

书馆的图书、期刊资源传递给读者——“送资源到桌面”，开启了图书馆文献服务的新方向，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等待读者上门”的被动局面。但是，由于 CASHL 正处于成长期，现在



 6 

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文献满足率不高、目录数据不准确、读者沟通机制不完善、

期刊上线滞后等，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读者的使用热情。在问卷第 7 项关于账户使用状况

的调查中，40%的用户选择“用过，感觉一般，所以用的次数较少”，说明 CASHL 仍然没有

在全院研究人员中形成比较好的印象。 

CASHL 平台整合的印本图书和电子图书面向全国高校读者提供统一检索、馆际互借和

部分章节传递的文献共享服务，印本图书涵盖了国内 70余所高校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 345

万种；电子图书涵盖了 17 所高校图书馆的 17.5 万种。学科涉及文学、艺术、历史、考古、

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管理学、心理学、图书情报

文献学、语言学、区域研究等。有权限访问电子图书的院校，可在校园网内直接点击检索结

果浏览或下载全文。 

CASHL 平台整合的印本期刊和电子期刊面向全国高校读者提供统一检索、馆际互借和

部分章节传递的文献共享服务。印本期刊涵盖了国内 17 所高校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中国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 6.2 万种；电子期刊涵盖 17 所高校图书馆的 20 多万种。有权限访问电

子期刊的院校，可在校园网内直接点击检索结果浏览或下载全文。 

开放获取资源（Open Access Resources），指的是经过同行评审，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

无限制访问或下载全文的资源。目前，CASHL 揭示了全球可开放获取的数据库 225 个。 

针对以上的几种资源分类，本研究组对相关学者、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追问，得到进

一步的结论为： 

在特定主题的文献传递上获益颇多，如“12 世纪托莱多翻译运动”相关主题的写作中，

关于“边界社会”（Frontier Society）的概念、研究起源、适用性等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理

论性问题。Felipe Fernández-Armesto，The Medieval Frontiers of Latin Christendom: Expansion， 

Contraction， Continuity， Routledge， 2017；Robert Bartlett and Angus MacKay，Med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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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Societies，Clarendon Oxford，1989 等书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备书目。虽然校图书

馆没有这几本书的纸本，但研究者通过 CASHL 系统查到，提交了文献传递的申请后，很快

收到了这几本书，对研究非常有帮助。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 CASHL 中，专业性比较强的数据库比较欠缺，如与中世纪史研

究相关的多个数据库，在著名出版社 Brepols2有许多中世纪的数据库都未能收录，列举如下： 

Archive of Celtic-Latin Literature （ACLL） 

《凯尔特-拉丁文学档案馆》是爱尔兰皇家科学院（Royal Irish Academy）的官方出版物，

是一个大型全文数据库，旨在通过研究、编译和出版专业的学术著作，为教父、中世纪、凯

尔特和拉丁文学等领域建立科研基础设施，让读者从历史著作中理解一千多年前的西欧思

想。内容：在中世纪早期（公元 400-1200 年间），来自欧洲凯尔特周边地区的学者写了许多

不同类型的拉丁语文集，用不寻常的词汇、语法和措辞，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相关

区域包括中世纪早期讲凯尔特语的领土（爱尔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康沃尔、苏格兰和马

恩岛），以及爱尔兰朝圣者在穿越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时建立的修道院。该数据库包含 500

多部拉丁语作品，涵盖神学、礼拜仪式、计算学、语法、圣徒传记、诗歌和史学等领域，包

括法律文本、宪章、特许状、铭文等内容。 

Aristoteles Latinus Database （ALD） 

《亚里士多德拉丁语数据库》是国际学术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

监督和支持的重要项目，由鲁汶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德沃尔夫大厦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哲

学中心（De Wulf-Mansion Centre）和亚里士多德拉丁中心（Aristoteles Latinus Centre）主办。

《亚里士多德拉丁语数据库》是一个大型全文数据库，收录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中世纪翻译

                                                        
2Brepols 出版社于 1796 年在比利时成立，是一家国际性的人文学科出版社，其出版重点聚焦古典时代、中

世纪和近现代时期，提供原版学术文献，著作内容涵盖百科全书、手册和书目、专题研究和前沿研究等。

Brepols 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在欧洲文化影响范围内具有杰出声誉的作品，涉及众多学科，Brepols 出版社经

营范围：印刷书籍（专著、杂集和期刊）、电子数据库、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原始文献涉及多种语言，包

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以及拉丁语、希腊语、奥克西坦语等古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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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这些专著的拉丁文版本成为中世纪科学和哲学研究的主要工具，在西方哲学和科学术

语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巨大。数据库包含所有亚里士多德经典文学作品及精彩评论，引起了学

术界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全方位关注。 

Database of Latin Dictionaries（DLD） 

《拉丁语辞典数据库》内容全面，涵盖从吉尔达斯（Gildas，公元 540 年）到卡姆登

（Camden，公元 1600 年）时期收录的拉丁语词汇，提供拉丁语词汇的直接概述，《拉丁语

辞典数据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 25 部词典的大型在线数据平台，每年至少添加一部词

典，并对现有词典进行实时完善，这是任何孤立的词典都无法提供的。拉丁语辞典数据库内

容丰富，除大量的拉丁语词典外，还包含其它各种语言的翻译，解释和示例，还包括英语，

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捷克语和西班牙语，并在较小程度上还包括意大利语，古希腊语，

希伯来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盎格鲁-诺曼语，古英语，中古法语等，是语言学专家和历史

学专家的主要研究工具。主要文献来源：英国国家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和西方传

统文学中心（Centre 'Traditio Litterarum Occidentalium'）  

Library of Latin Texts（LLT） 

《拉丁语文献图书馆》是一个大型全文数据库，收录从拉丁文学开始至今的参考文献，

数据库涵盖超过 1.43 亿个拉丁词，来自 1.1 万多份文件（包括 5800 份外交宪章），涉及约

1950 名作者。内容包括：古代文学（从古典时期到公元二世纪）；教父作家的文学（从公元

200 年到公元 735 年）；中世纪文学（从公元 736 到公元 1500 年）；新拉丁文学（从公元 1501

年到公元 1965 年）。2021 年全新上线 600 万字的新文本，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包括：圣

依西多禄、约翰·斯科特斯·埃里乌杰纳、卡尔特人丹尼斯、马丁·路德的专著，以及关于“现

代虔诚派（Devotio Moderna）”相关的作品。主要文献来源：西方传统文学中心（Centre 'Traditio 

Litterarum Occidenta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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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incipio Online（INPR） 

《普林西皮奥拉丁语在线》研究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文本和手稿的宝贵

研究工具，主要文献来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与文本研究所（Institutde recherche 

etd'histoire des textes）、美国希尔手稿博物馆（the Hill Museum & Manuscript Library）以及

法国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数据库涵盖 150 多万份记录和众多

民间收藏，每年定期增加约 25000 份新条目，内容包括：历史和诗歌、医学、民法和教会法、

精确科学、词汇和通信等。 

Bibliographie Annuelle du Moyen Age Tardif Online （BAMAT） 

《中世纪晚期年度书目在线》创立于 1991 年，在此之前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出版，是关

于中世纪晚期作家和文本的参考书目，包括图书馆馆藏和其他研究中引用的手稿。该资源旨

在成为 13 世纪末到 15 世纪末以来所有拉丁语作家著作的总书目，文献内容包括：11.5 万份

专著，10000 位历史作者，48000 份手稿和 60000 篇文章，内容每年更新，允许对作品，作

者和手稿的信息进行许多交叉引用，并提供连续的排序和交叉检查，检索功能强大。主要文

献来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与文本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histoire des 

textes）  

International Medieval Bibliography Online（IMB） 

《国际中世纪书目在线》是利兹大学中世纪研究所的重要出版物，成立于 1967 年，得

到了美国中世纪研究院（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的资金支持，提供欧洲、北非

和近东多学科参考书目（公元 300 年-1500 年），该项目得到了来自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

亚等 50 多个国家的支持。数据库包含超过 520000 篇参考文献，以期刊、会议记录、论文集

和纪念文集为主，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古典文学、英语语言和文学、历史和考古学、神学

和哲学、中世纪欧洲语言和文学、教育史、艺术史、音乐、戏剧和表演艺术、修辞与传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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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所有这些参考文献都按日期，主题和地点进行了全面分类，并提供完整的书目记录，

数据库按季度更新，每年添加 15000 篇文献信息。 

Bibliographie de Civilisation Medievale （BCM） 

《中世纪文明参考书目》由普瓦捷大学中世纪文明高级研究中心（the Centre d' Etudes 

Superieures de Civilisation Medievale， Universite de Poitiers）编制，提供全球最全面、最新

的学术专著和杂集（会议记录、论文集），是历史学家研究中世纪文明的综合性文献数据库。

从 1958 年到 2020 年数据库收录近 69000 本专著。涉及的学科有西方拜占庭历史、语言和文

学、哲学、艺术史、考古学等各个方面。数据库提供英语、德语、法语或意大利语多语言界

面，可以按照作者、标 题、出版年份、主题、地点、时期、人物等字段高级搜索。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Online+l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for the Middle Ages 

（LexlEMA） 

《中世纪百科全书在线》是中世纪研究的标准百科全书，是研究中世纪不可缺少的研究

工具，涉及中世纪研究的各个方面，涵盖公元 300 年至 1500 年的整个欧洲以及西亚和北非

的部分地区，记录了西方文化以及其邻近的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世界的起源。内容包括由

3000 名作者撰写的 36700 篇署名文章，涵盖了中世纪研究的各个方面。 

《国际中世纪百科全书》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和 Brepols 出版社联合出品。《国际中世纪百科全书》用重要的

参考书及新撰写的学术文章对《中世纪百科全书在线》进行全新补编，文章经过完全同行评

审，编委会成员是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利兹大

学、普瓦捷大学和布达佩斯大学的专家学者。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Humanism and the Renaissance （IBHR）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国际书目》是关于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1500 年-1700 年）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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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术出版物的国际参考书目，自 1965 年起由瑞士德罗兹图书馆（Librairie Droz）协调出

版，内容侧重于欧洲历史和文化，涵盖广泛的主题，从历史到哲学、从科学和艺术、从军事

和政治到社会研究，内容超过 41.2 万份书目记录，900 份期刊，每年定期增加约 20000 份参

考文献。 

L'Annee philologique（APh） 

《古典学文献年鉴》由国际古典书目学会（Societelnternationale de Bibliographie 

Classique）出版，该项目创立于 1926 年，最初采取年鉴的方式，随后改为在线数据库，收

录了与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相关的学术著作。包括超过 86.8 万份文献记录和 51.9 万篇评论参

考文献，每年定期增加约 14000 份学术文献信息，编辑人员定期收集和整理出版数据，并对

1000 多种具有历史价值的学术期刊进行跟踪调查。涵盖广泛的学科，包括希腊和拉丁文学、

希腊和罗马历史、语言学、艺术、考古学、哲学、音乐、科学，以及学术分支专业，如钱币

学、纸莎草学和碑文学。《古典学文献年鉴得到了美国古典研究学会（SCS）、瑞士古代研究

协会（ASEA）、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和法国里尔大学的编辑及出版支持。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Online （MGH） 

“德意志文献集成研究所”位于德国慕尼黑，成立初期的名称是“德国早期史学学会”，拥

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世纪历史专业图书馆，涵盖中世纪历史文献评论出版的权威资源。Brepols

出版社将“德意志文献集成研究所"的《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灘行全方位的数字化处理，并通

过数字服务支持科研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该数字化项目共有 300 多卷，收录了广泛的历

史文献，分为五大系列（抄本、法律、外交书、书信和古文）和 33 个子系列，包含了 3700

多种专著，每年持续更新，平台以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提供，是研究中世纪德意志

人历史的重要学术资源。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据库资源量庞大，涵盖的历史时期上起公元

500 年，下迄 1500 年，涉及的地域范围包括：德意志、法兰克国家以及日耳曼各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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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德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活动地区。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and Irish History （BBIH） 

《英国和爱尔兰历史参考书目》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伦

敦大学历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和学术出

版商 Brepols 的研究和出版项目。BBIH 提供了从公元前 55 年至今广泛的学术内容，鉴于英

国和爱尔兰历史的全球影响力，数据库不仅涵盖不列颠群岛的区域历史，还包含英帝国、英

联邦和英国世界全球性的历史研究文献，让读者深入理解移民史，帝国史和跨国视角的重要

性。BBIH 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最全面、最准确的参考指南，是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首要资源。

目前收录超过 631000 份参考文献（每年定期增加约 12000 份），800 种学术期刊（每月定期

跟踪更新）。收录的文献形式包括书籍、期刊文章、评论文章和散文集文章等，涵盖了社会

史、经济史、科技史、人口和环境史、健康与疾病史、媒体和通信史、文化和艺术史、行政

和法律史、社会与文化特征、军事史和外交事务、史学和历史研究方法等广泛的学科。 

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 antiques Online（DPhA） 

《古代哲学家研究百科全书》致力于介绍希腊和罗马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和重要见证人，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到 6 世纪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这些文章由法国和外国学者编写，不仅

使用文学资源，还使用铭文和纸莎草纸，共有来自 20 个不同国家的 236 名编辑为这个独特

的大型项目做出了贡献，该项目于 1989 年开始发行第一卷，全部共有七卷，收录约 2970

篇关于古代哲学家的文献专著。 

在当代世界史方面，CASHL 的缺失也是比较明显的，根据专任教师的推荐，也整理出

可资补全的数据库如下： 

（1）P1HVPOLITICSSOC，History Vault: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from Kennedy to 

Watergat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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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的核心资源包括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文件，以及联邦机构的记录。 

（2）P1HVAMPECWTE，History Vault: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Early Cold War - Truman 

and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1945-1961–PAL  

冷战是杜鲁门政府国际关系文件的核心议题，与国内问题有关的档案记录了杜鲁门“公

平施政”计划的停滞。艾森豪威尔政府档案的重点是国防、冷战准备、苏联、经济问题和关

税谈判。 

（3）P1HVWOMENRGHT2，History Vault: Women's Studies Manuscript Collections from 

the Schlesinger Library:  Voting Rights， National Politics，and Reproductive Rights–PAL  

施莱辛格图书馆女性研究手稿收藏：选举权、国家政治和生育权。 

（4）P1HVWOMENRGHT1，History Vault:Struggle for Women's Rights， Organizational 

Records，1880-1990- PAL  

该模块中的记录涉及 3 个重要的女权组织：美国妇女党、妇女选民联盟和妇女行动联盟。

关注就业和就业歧视、儿童保育、保医疗健和教育等问题，涉及参与美国政治的所有方面。 

（5）P1HVVIETNAM，History Vault: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0-1975–PAL 

该模块包含美联社西贡分社的记录。在 ProQuest 扫描，并将它们载入历史档案资料库

以前，这些资料从未向公众发布。该模块中的其他重要文献集包括，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

（MACV）的记录，以及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国家安全档案。 

（6）P1HVLAWSOCIETY，History Vault:Law and Society Since the Civil War:American 

Legal Manuscripts from the Harvard Law School Library–PAL。 

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提供的 11 部档案记录的最高法院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Louis D. Brandeis 和 Felix Frankfurter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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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1HVCENTASIA，History Vault: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Asia，1960-1969–PAL 

这部文献集专门收录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尚未缩微处理或其他出版商还未发布的《美国国

务院中央文件》，其中包含丰富的史料，如美国驻外外交官的资料；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

问题报告；与外国政府官员的访谈和会议纪要；美国外交人员收发的主要信件、指令和电报；

以及外国期刊和报纸的报道与翻译。亚洲模块涵盖的国家或地区是：中国、远东（概述）、

中国香港、印尼、日本、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关于中国、日本和越南的文件在模块中覆盖

的内容最多。 

（8）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1941-1961  

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在二战期间和冷战的前十五年，美国战

略情报局和国务院指派了一流的学者撰写有关亚洲、欧洲、前苏联、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特别

机密报告。当时，这些报告有助于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而现在，作为 History Vault

历史档案资料库的一部分，该模块中的 3500 多份报告是研究 1941 年至 1961 年的世界主要

地区绝佳的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文件或军队的官方历史中不包括这些报告。 

（10）World War II: U.S. Documents on Planning， Operations， Intelligence， Axis War 

Crimes，and Refugees  

二战时期：关于战争计划、作战行动、情报、轴心国罪行和战争难民的记录：记录了二

战时罗斯福总统的地图室文件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记录中高层军事计划的运作内幕。《战争

情报办公室档案》包含美国国内的信息，以及扣留日本平民的记录。《二战战斗访谈》以参

加诺曼底登陆的个别士兵的视角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战争难民委员会档案》提供了关于欧

洲平民命运的文件，其中特别关注了犹太难民。该模块中的其他文献集包括联邦调查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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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玫瑰”的文件、曼哈顿计划文件、波茨坦会议文件和租借记录。 

（11）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1941-1961   

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在二战期间和冷战的前十五年，美国战

略情报局和国务院指派了一流的学者撰写有关亚洲、欧洲、前苏联、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特别

机密报告。当时，这些报告有助于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而现在，作为 History Vault

历史档案资料库的一部分，该模块中的 3500 多份报告是研究 1941 年至 1961 年的世界主要

地区绝佳的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文件或军队的官方历史中不包括这些报告。 

2、具体访谈与个案分析 

世界史课程老师会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专门抽时间推荐数据库，当然，主要依托资源

是中山大学图书馆购买的图书及电子资源。看史料重点推荐 Gale、ProQuest 等大型数据库，

学者论著则推荐 JSTOR。 

对于广泛关注的热点，如查阅冷战的原始档案，可以进入 ProQuest 的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查阅解密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如 果 对 越 南 战 争 感 兴 趣 ， 可 以 查 询 到 1961-1969 的 总 统 每 日 简 报

（President's Daily Briefi）。1948 年 12 月 3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一份国家安全委员

会报告，即 48-2 号报告。该报告使美国坚定地建立了“防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

策，这份文件建议“对法属印度支那应给予特别的注意”。1950 年和 1952 年，从遏制共产主

义的立场出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出台了《美国对于印支的立场》和《美国在东南亚

的目标和行动方针》，认为印度支那冲突是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具有全球性的意义。根据

这两个文件的建议，美国有责任在东南亚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支持在中南半岛的法国

人，阻止共产党进一步扩张，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1973 年 1 月 27 日，参加关于越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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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巴黎会议四方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巴

黎和平条约）。 

这些热点问题，在 CASHL 都能得到较好的支持。 

另一类更常见，颇多研究者和学生会参阅的材料的是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的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均可在直接在档案列表选择查阅 PDF 在线浏览。 

Brepols 的“BEST SELLING BOOK SERIES”和“BESTSELLING E-JOURNALS”，都是很

受老师授课欢迎的专题资源整理。下面也列举了最新一期最受欢迎的图书与期刊系列。 

BEST SELLING BOOK SERIES 

Instrumenta Patristica et Mediaevalia 中世纪先哲研究学 

Textes et Etudes du Moyen Age 中世纪的文献研究 

Studies in European Urban History （1100-1800） 欧洲城市史研究（1100-1800） 

Utrecht Studies in Medieval Literacy 中世纪文化中的乌得勒支研究 

Medieval Church Studies 中世纪教会研究 

Stud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中世纪早期研究 

Haut Moyen Age 中世纪晚期研究 

Culture et societe medievales 中世纪文化与社会 

Cultural Encounter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文化相遇 

Medieval Texts and Cultures of Northern Europe 中世纪文献与北欧文化 

Medieval Women: Texts and Contexts 中世纪女性：文本和背景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Studies 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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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a Sacra 神圣欧罗巴 

International Medieval Research 国际中世纪研究 

The Medieval Countryside 中世纪的农村 

Arizona Studie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亚利桑

那研究 

Etudes Renaissantes 文艺复兴研究 

Studies in Byzantin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拜占庭历史与文明研究 

Silk Road Studies 丝绸之路研究 

Art History & Music 艺术史与音乐 

Comparative Rural History of the North Sea Area 北海地区乡村历史比较 

BESTSELLING E-JOURN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Ideas 《国际科学思想史杂志》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t d'Archeologie 

《国际历史与考古学杂志（4-7

世纪）》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国际科学史档案馆》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Western & Central Asia 《西亚和中亚的考古研究》 

Bulletin de Philosophic Medievale 《中世纪哲学公报》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欧洲科学史学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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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que d'Egypte 《埃及编年史》 

Euphrosyne-Journal for Classical Philology 《古典文献学杂志》 

European Medieval Drama 《欧洲中世纪戏剧》 

European Yearbook of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欧洲心理学史年鉴》 

Giornale storico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意大利文学历史杂志》 

In Monte Artium 《比利时皇家图书馆杂志》 

The 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中世纪拉丁文杂志》 

Journal of Urban Archaeology 《城市考古学杂志》 

Manuscripta-A Journal for Manuscript Research 《手稿研究杂志》 

The Mediaeval Journal 《中世纪杂志》 

Mediaeval Studies 《中世纪研究》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中世纪低地国家》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诺丁汉中世纪研究》 

Quaestio-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史杂志》 

Revue d'Histoire de I'Eglise de France 《法国史评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Mediterranean 

Studies 

《国际东方和地中海研究杂志》 

Anuario sobre Literatura Medieval de Materia 

Clasica 

《中世纪古典文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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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中亚艺术与考古学杂志》 

Viking and Medieval Scandinavia 《维京和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 

对于与时势更紧密贴合的数据库，CASHL 目前更提供了“一带一路”研究文献（如：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ence Source，BRIR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llection，

BRIC），这对紧跟主流研究潮流是一个不错的配套。 

3、实际教学方案 

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根据访谈，授课老师一般简单介绍数据库最突出、最好用的

资源，包括现场给学生操作，如何采用关键词来搜索，如何进行高级搜索，余下操作则交由

学生自己探索。如果对某个主题感兴趣可以课下请教，老师会演示具体操作。 

如前所述，由于学校的天然教育导向，学生写课程作业时使用频率较高，其次是阅读过

程，再次是爱好。在课程作业中，论文需要搜集史料，数据库检索仍然是最便捷的手段；其

次是写书评、读书报告需要对作者的史料运用进行评价（比如是否断章取义，有没有相似的

史料等）。当然，学生有时也会对核心史料感兴趣，比如五角大楼文件；甚至课余休闲时会

主动看一些感兴趣主题的图像资料，一般是从课堂和作业中延伸，也有自己在图书馆资源无

意中发现的实用网站。比如 AMD（Adam Matthew Digital）历史与文化珍稀史料数据库包含

的 Global Commodities 数据库。 

不足之处 

如前所述，尽管世界史研究在中山大学基础较为薄弱，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积

累的数据库不多，但是这几年，数据库发展非常喜人，对教学科研提供了很好的支撑服务。

但在访谈中，也同时可以比较清晰地呈现，无论师生，在实际使用 CASHL 服务的时候，实

际的感知度是偏低的，换言之，CASHL 的存在感较弱，没能形成如 CNKI（中国知网）、爱

如生数据库一样的品牌效应。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obo
http://portal.igpublish.com/iglibrary/
http://portal.igpublish.com/i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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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 资源建设在整体保障率以及细分语种和文献类型保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

间。如根据王勋鸿的统计，CASHL 对哲学学科样本高校论文的引文平均保障率、外文各类

文献保障率均显不足，整体保障率未达到 70%，距 90%的保障率有较大的差距。在语种保

障方面，引文主要语种为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其中英语、德语等常用语言引文的

保障率相对较高，其他小语种的保障率仍然较低。3 

肖景介绍了 CASHL 文献传递服务，针对 CASHL 文献传递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4 

（1）图书馆宣传工作不到位。很多读者没有使用文献传递服务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不

知道图书馆有这项服务，所以宣传对于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宣传工作有没

有到位往往决定了读者是否会使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 

（2）CASHL 文献提供有局限。CASHL 是一个外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服务体系，所能

提供的文献资源都是外文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对于一些人文专科类学校，CASHL 的作用较

大，文献满足率很高；但是对于综合类和理工类的学校来说，CASHL 所能起到的帮助就十

分有限。但这点与 CASHL 建立的宗旨有关，在整体宗旨和框架未进行大调整的前提下，不

能强求。 

 

结语 

碍于目前种种调查条件的限制，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对 CASHL 对中国高校的世界史教学

情况作出更好的调研，未来有机会的话，应当作更好的横向对比。综合其他研究者和中山大

学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支持而言，以后的 CASHL 发展在以下几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1）全面展开宣传特别是网络宣传。网络是目前最发达和覆盖面最广泛但也是最低成
                                                        
3王勋鸿等：《2015—2019 年哲学学科 CSSCI 论文 CASHL 文献保障率实证研究》，载《情报探索》，2021 年

11 月。 
4肖景：《CASHL 文献传递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3 年 3 月，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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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宣传途径，所以必须把网络宣传作为宣传工作中最重要的方式。图书馆主页是图书馆工

作最重要的宣传窗口，图书馆主页上有图书馆所有服务的介绍，本校读者和外校读者想要了

解图书馆的服务或查找图书馆的资源都要登录图书馆主页。图书馆可以把文献传递服务放在

主页上以显眼标识在显眼的位置呈现，这样读者就能显而易见地了解到图书馆文献传递这项

服务。学校信息门户是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有些师生未必有兴趣关注图书馆，但是肯定

会注意学校的动态信息，每天登录学校主页看看学校的新闻和重大事件已经成为很多师生每

天必修的功课，要查看学校下属单位的情况也需要登录学校的信息门户，如果能在学校信息

门户上链接文献传递的新闻，尤其在 CASHL 文献传递优惠活动的时候，网络空间都可以进

行文献传递服务的宣传，效果可能更好。 

（2）培训讲座，多举办深入到专门学科、院系的讲座尤为重要。培训讲座是图书馆的

一项常规工作，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开展。在这些培训讲座中，如果介绍到图书馆服务时，

就可以介绍一下文献传递服务。另外，也可以开设文献传递服务的专题讲座，讲授内容可以

包含文献传递服务简介、提交申请的操作流程、文献传递优惠政策，这样的介绍更全面丰富，

对文献传递服务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更欢迎这种专题讲座的形式。 

（3）新生入馆教育。图书馆一向倡导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应该从新生抓起。每年新生

入学的时候，图书馆都要向新生介绍图书馆的布局和使用，并进行一些信息素质的培训，这

也是一个很好的介绍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的机会，让学生进校开始就了解这项服务，可以为

学生以后使用这项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4）借助教师授课，渗透到全校公选课。文献信息检索课是图书馆面向全校学生开设

的公选课，主要讲授信息检索的方式与技巧。图书馆的服务也是文献检索课的授课内容，在

文献检索课上介绍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 

 


